
从 7 月 3 日“内蒙古一号”

升空到今天，“内蒙古一号”遥

感卫星已经在轨运行 32 天。这

标志着内蒙古已经构建起“天

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生

态监测新格局，对加强自治区

生态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化，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7 月 29 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

“内蒙古一号”卫星专题新闻发

布会，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孙利剑表示，“内蒙古一

号”遥感卫星的正常在轨运行

不仅提升农牧业管理数字化水

平和助力生态环境监测，还将

服务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和支撑

多领域监测评价。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面

积 118.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

土面积八分之一，内连八省、横

跨“三北”，外接俄蒙。在如此

广阔的地域上，“内蒙古一号”

到底给大草原带来哪些“红

利”。请跟随记者一起去阅读

“内蒙古一号”背后的文字。

三个支撑
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山、水、林、田、湖、草、沙

等自然资源丰富，是一副浓墨重彩的

大自然油画。

自然资源是支撑我区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是落实筑牢“两个屏障”、

建设“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

战略的把手。

自然资源部门如何高效利用“内

蒙古一号”卫星数据资源，助力内蒙

古高质量发展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党组成员、专职自治区自然资源副总

督察赵昉说，主要支撑起国土空间布

局、自然资源管理和各行业的需求。

他说，按照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

的要求，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离不开快捷、精准、稳定、可靠

的空间位置服务和覆盖全、现势性

强、种类丰富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利用“内蒙古一号”卫星数据资源，可

以用于填补基础地理信息空白区和

实现基础地理信息快速更新，构建为

全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地理

信息底板数据。

围绕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职

责，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的基础

性、先行性作用，利用“内蒙古一号”

卫星数据资源，可以构建精细、立体、

直观的实景三维内蒙古和权威的、统

一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

内蒙古），大力提高支撑自然资源精

细化管理的能力，释放我区丰富的自

然资源红利。

自治区重大战略、重大项目、社

会发展、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需要

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支撑，利用“内

蒙古一号”卫星数据资源，可以为自

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科技兴蒙、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乡村振兴、区域

协调发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需求提

供服务。比如支撑呼包鄂乌、赤通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一湖两海”综合治

理，涉及位置的各种规划编制，各种

专题地图，生态治理等。

“内蒙古一号”卫星数据资源真

正形成全区范围空、天、地一体化数

据资源库，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注入

高科技新动能。

有了千里眼
守护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

“内蒙古一号”遥感卫星就像“千

里眼”，每时每刻都在内蒙古大地的上

空守护着，守护着祖国北疆这道亮丽

风景线。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

发言人张慧宇表示：目前，生态环境系

统已经在大气污染防治、生态监测、重

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三个方面应用了卫

星遥感技术。

从 2013 年开始，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就与自治区气象局合作，利用风

云系列卫星资源开展大气监测与研

究，连续 9年联合开展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预报及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工

作，双方建立了数据共享、联合会商、

联合制作、联合发布等环节合作机制，

在呼包鄂、乌海及周边地区、赤峰等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加强联防联控和

信息共享。每日共同制作和发布的空

气质量预报通过内蒙古电视台 8 个

频道、18 套天气预报节目覆盖全区。

围绕重污染天气过程共同开展区域性

重污染天气会商，联合发布会商公报。

2020 年，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自治区

党委政府要求,实现“说清气象影响和

污染控制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的

目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自治区气

象局进一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主

要在大气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生

态保护监测等四个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目前，正在利用气象局高分系列卫

星资源和生态监测站点数据开展对森

林草原、湖泊湿地、沙漠沙地等生态类

型开展动态监测评估工作。与此同时，

在 2020 年建设了生态红线系统，利

用国家卫星中心遥感资源，划定和严

守生态红线底线，目前项目正在建设

中。

2010 年，为了加强对电厂、污水

处理厂、化工厂等重点污染源的污染

物排放监管工作，建设了重点污染源

自动监控系统，实现了在线监控、工况

监控和视频监控的三位一体监控，在

系统中调用了国土资源厅国情普查的

全区遥感数据，对重点监控企业实现

了可视化，一张图展现了全区的重点

污染源企业。目前，已完成了对三百多

家企业的实时监控。

“内蒙古一号”卫星是目前国际上

幅宽最大的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具

备高分辨、超大幅宽、高速存储、高速

数传等特点，这样实时和高质量的遥

感信息，将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评

估、自然保护区核查、污染地块核查、

重点矿区企业执法检查、流域治理和

污染防治、环境应急等多方面发挥重

要的作用。同时，对于摸清我区环境质

量状况、预警预报潜在的环境风险、建

设生态环境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等提供

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感知网络
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内蒙古是全国自然灾害影响和威

胁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灾害种类

多、分布区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

失大，安全生产高危行业企业多，仍然

处于脆弱期、爬坡期、过坎期，安全风

险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姜德明说，“内蒙古一号”卫星的成功

发射，对构建起全域覆盖的感知网络，

全面提升全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

平。

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可以实现

对森林草原火灾、洪涝干旱、地震、地

质等自然灾害易发多发频发区域全方

位、立体化、无盲区的动态监测，为提

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风险监测、风

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的精准性、及

时性提供数据支撑。比如，在森林草

原火灾方面，可利用卫星遥感影像，结

合有关监测数据、图像，能够及时发现

疑似火点，指导地方快速进行现场核

查，并对火灾发生的详细地点、发生时

间、持续时间、火灾轮廓、过火面积和

蔓延趋势等信息进行监测分析，及时

向受威胁区域和目标人群发送预警，

引导群众快速安全避险。

结合卫星遥感等技术，可掌握真

实可靠的基础数据，通过地理信息、应

急资源和力量分布等静态数据的融

合，可实现灾情态势展示、救援方案智

能生成、救援进展动态跟踪以及灾害

事故现场等信息的及时获取。比如，

在防汛救灾中，利用卫星遥感的影像

分析，结合相应的模型算法，可以在较

短时间内分析统计出被淹的面积、房

屋数量、道路中断长度等情况，为抢险

救援救灾队伍、物资、装备调配等指挥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卫星遥感可为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风险防控、安全监管提供信息支

撑，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汇聚与分析，能

够科学把握危险化学品、矿山等特定

行业领域、特定阶段、特定区域风险隐

患规律，精准发现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展线上线

下执法检查，及时整改安全隐患和问

题，防范事故发生。

科技创新
打造大数据背景下遥感支撑

“内蒙古一号”卫星，采用天空地

一体化的信息采集技术和装备，开展

专项监测、应急监测、区域性常规遥感

监测调查，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

据资源等应用于工农牧业生产、生态

保护和灾害防治，打造大数据背景下

遥感支撑的经济和生态安全保障体

系。

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张志宽在会

上说，利用好“内蒙古一号”卫星，发挥

其独特优势，推动内蒙古科技创新不

断提升水平。

卫星遥感监测是以数据为基础

的，必将产生非结构化海量大数据，这

是传统数据库难以处理的，需要分布

式大数据相关分析技术支持。下一步，

我们要结合自治区大数据实验区试点

工作和卫星遥感产生大数据的实际情

况，鼓励开展数据挖掘、数据脱敏、数

据灾备、数据应用等数据技术研发活

动，提升数据使用效率。

二是要加强卫星遥感应用关键技

术研发，强化卫星遥感监测技术体系

建设，促进先进技术成果应用转化，推

动专业应用产品升级，着力实现向定

量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数据

资源应用价值。

三是加强卫星遥感应用创新平台

建设，与行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共同

研究遥感卫星充分发挥作用的技术问

题，共同创建和打造卫星遥感应用的

技术创新中心，以创新平台进一步集

聚创新资源，解决技术难题，不断提升

“内蒙古一号”卫星服务我区工农牧业

生产、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打造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做出科技贡献。

稳定的数据源
助力农牧业智能化管理

内蒙古一号卫星的重访周期、谱

段选择、空间分辨率等参数的设置非

常符合自治区农牧业遥感监测应用要

求，为自治区农牧业遥感监测带来了

稳定的数据源，可以全面提升自治区

农牧业农村牧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管理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

精准的数据支撑。

自治区农牧业厅将利用内蒙古一

号卫星对全区主要农作物面积、长势

情况、产量估算、土壤墒情、病虫害等

信息进行遥感监测，为保障国家和自

治区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自治区农牧业厅将利用内蒙古一

号卫星对自治区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

价，对全区耕地撂荒情况进行对比监

测，建立耕地“非粮化”情况通报机制，

制定统筹利用撂荒地指导意见。

自治区农牧业厅将利用内蒙古

一号卫星对自治区旱灾、洪涝等重大

农牧业自然灾害进行动态监测和灾情

评估，掌握其发生情况、影响范围、受

灾面积、受灾程度，进行灾害提前预警

和灾后补救，以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

失。

河湖众多的大草原
水生态监管要“人防+技防”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河湖众

多，第一颗遥感卫星“内蒙古一号”成

功发射投入使用，对河湖水生态监管

可谓是意义重大。

黄河、辽河、嫩江、额尔古纳河、海

滦河等都流经内蒙古，根据第一次全

国水利普查成果，内蒙古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及以上河流总数为 4087

条，占全国的总数（45230 条）9.0%，

流域面积 1000 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

流总数为 296 条，占全国的总数

（2221 条）13.3%；水面面积 1平方公

里及以上的湖泊有 428 个，占全国总

数（2865 个）的 14.9%。“内蒙古一号”

的投入使用有小地提高内蒙古河湖

水生态监管“技防”水平。

“内蒙古一号”卫星具有分辨高、

幅宽大、覆盖范围广、信息量大且获

取方便等特点，既能实现对河湖生态

状况指标的长期监测，又能够实现对

河湖违规违法问题实时监管。依托

“内蒙古一号”卫星，运用遥感解译分

析技术结合数字化处理手段，可实现

对自治区内河流、湖泊现状底数、“四

乱”、入河排污、违规种植等问题的定

期排查监管，极大提高监管的时效

性，降低监管成本，也将弥补我区大

部分地区仍以人工巡查方式覆盖面

小、监管不及时等短板。

同时，通过建立遥感监测与随机

抽查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对河湖水生

态问题治理进行过程追溯和跟踪监

管，将极大提升内蒙古河湖“人防 +

技防”监管水平，满足河湖常态化监

管需求。

新的技术突破
让破坏草原行为无处遁形

草原是内蒙古最大的陆地生态

系统，保护好内蒙古草原是自治区生

态保护的首要任务。

但长期以来，苦于没有同步卫星

对内蒙古草原进行持续监测，在草原

监督管理时效性上一直没有新的技

术突破。

内蒙古林草局的有关人士认为，

“内蒙古一号”卫星的投入使用，将进

一步提升内蒙古草原监督管理水平，

让更多破坏草原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同步卫星的应用，可迅速发现破

坏草原的疑似图斑，尽快制止破坏草

原的违法行为，减轻破坏程度。彻底

扭转了草原保护监督管理手段落后，

被动发现问题、被动整改问题的局

面。从根本上解决了违规违法占用、

开垦破坏草原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

的问题。

内蒙古一号卫星的投入使用，将

进一步提升草原生态监测评价精度，

尤其是提高了草畜平衡区监管中“草

情”监测评价的时间分辨率，为提前

预警草畜平衡区超载问题提供有效

的技术支持。

对于内蒙古而言，我国现运行的

高分系列卫星，虽然空间分辨率可达

2m，甚至亚米级，但时间分辨率低，无

法形成时相为 6-9 月的覆盖全区的

遥感数据。而内蒙古一号卫星的投入

使用，有效解决了此类问题，为我

区全面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监

测、草原生产力及植被盖度监测、

时时开展草原退化监测评价提供更

大的帮助。

守护好北疆生态屏障
提供优质的气象保障服务

“内蒙古一号”卫星的发射既是内

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内蒙

古科技创新发展的巨大成就。

内蒙古气象部门将继续发挥高分

卫星遥感专业队伍优势，紧紧围绕自治

区防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

等服务需求，在充分发挥气象静止卫

星高时间分辨率优势和高分卫星高空

间分辨率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内蒙古

一号”遥感数据具有高分辨率和超大

幅宽的特点，采用多源卫星数据融合

应用技术，提供更为优质的气象保障。

首先加强干旱、暴雨洪涝、雪灾、

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次生灾害的监测、预警和灾后定量化

评估工作，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气象

保障服务。

其次加强对“一湖两海”和察汗淖

尔等湖泊湿地、浑善达克和科尔沁等

沙地、腾格里和巴丹吉林等沙漠生态

环境动态监测评估，为建设祖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最后提升对农情牧情的遥感监测

能力，在大宗作物面积、长势监测、种

植结构提取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服务，

为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发展优

势产业带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数据支撑
摸清全区地震灾害风险底数

当前内蒙古正在全面推进自然灾

害风险普查工程、地震易发区房屋设

施加固工程等自然灾害风险防治重点

工程，那么“内蒙古一号”卫星产出的

数据对于我区自然灾害风险防治工作

有何实际应用价值？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结合地震易

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实施，于 2021

年 6月完成了“全区基于遥感影像和

经验估计的区域房屋抗震能力初判工

作”，该项工作成果给出了我区房屋抗

震能力存在风险隐患的区域，今后还

需要不断更新数据。

“内蒙古一号”卫星是全球目前幅

宽最大的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内

蒙古一号”卫星投入使用后，基于

亚米级遥感影像和经验估计新技

术方法，实现了快速摸清全区房屋

分布与数量、宏观把握整体设。

可以尽快摸清全区地震灾害风险

底数，特别是掌握房屋抗震设防情况，

对“城市高风险”、“农村不设防”的状

况给出相对科学的数据支撑，及时回

应各级政府对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和应

急备灾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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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一号”遥感卫星
给大草原带来的“红利”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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